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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同颜

永修，古有“海昏秀域，人杰地灵”之美誉，千百年来群星璀灿，人才辈出。究其

因，莫不与永修自古就具有“尊师重教"之优良传统有关。自汉朝平帝年间起，永修

即已办学，距今悠悠近两千载，明清两代的《南康府志》、《建昌县志》对永修兴教办

学的历史曾有记载，但均过于粗略，且错讹颇多，不足为后世鉴。新编《永修县志》虽

辟有教育专章，因限于篇幅，亦难以反映永修教育之全貌。

为存史资治，达“以史为鉴，以史育人"之目的，永修县教育局自1991年6月起

组织人员进行教育志的编纂工作。编纂组同志不辞劳苦，呕心沥血，如蜂采蜜，从收

集到的浩繁资料中精心编著，历时四载，三易其稿，终使永修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

志得以面世，诚为永修教育史上之一大盛事。

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永修人民秉承尊师重教之光荣传统，开辟

了永修教育的新纪元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永修教育更加如沐春风。全县人民

在县委、县政府领导下：努力改善办学条件，不断提高教育水平，创造了永修教育的

辉煌历史。《永修教育志》忠实地再现了永修教育所走过的漫长历程，为永修人民留

下了二份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。我们希望并相信。在今后的岁月里，永修人民定会

续写出更加灿烂夺目的教育新篇章，在永修这块沃土上培育出越来越多的栋梁之

材，为永修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。 ·

．· 1995年4月

注：刘同颜为永修县县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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